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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要枸杞病害

及其防治方法

枸杞病害有多种，但危害严重的主要有枸杞黑果病、枸杞根

腐病、枸杞白粉病及枸杞流胶病，现分述如下。

一、枸杞黑果病

黑果病是枸杞主要病害之一，不仅危害青果、花和蕾，而且

也危害嫩枝及叶片。

（一）发病症状

青果感病后，初期出现许多小黑点或不规则褐斑或黑色

网状纹，在阴雨天，病斑扩大， 天可蔓延全果，使全果变黑

并长出橘红色分生孢子堆。晴天时，病斑扩展较慢，病斑处变

黑、失水、凹陷，未受害部分尚可变红，但质量低劣不能入药（见

图

花感病后，花瓣首先出现黑斑，轻者花冠脱落，重者成为

黑花，不能结实。

花蕾感病后，初期出现许多小黑点或黑斑，严重时成为

黑蕾，不能开花或开花不正常。

叶片感病后，轻者叶片出现多个小黑点或不规则褐斑，

重者褐斑密布叶片或使叶片变黑，叶片大量脱落。



（二）发病规律

枸杞黑果病原菌主要通过残留在树上和地上的黑果越冬。

病菌借风雨露滴从伤口和自然孔口（气孔、皮孔等）侵染正常的

蕾、花、果、叶等部位。该病 月上旬发生，在适宜条件下，病害

逐渐蔓延。 月份气温较高，日均气温在 ℃以上，降雨增多

（相对湿度在 以上），发病成为高峰。在枸杞花果期，温度

和降雨量对病害的发生、蔓延起主导作用，湿度则起促进作用。

降雨量越多， 月田间温、湿度越大，则越容易发病或蔓延。在

旬至 月中旬的花果期均能受该病的侵染。

（三）防治方法

加强管理，采取清园措施。结合冬剪或春剪彻底清除病

果，将残果、枝叶在园外集中烧毁，降低病源基数是综合防治的

重要步骤。

药剂防治。根据中长期气象预报作好准备。如果

月份降水多，则按下 月在植株发病前（约述方法进行防治：

中旬）预先用下例方法配制的波尔多液预防：用 的水溶解

硫酸铜、 的水溶解生石灰，将硫酸铜水溶液缓缓倒入石灰水

溶液中，边倒边搅拌。用此法配制，反应始终在碱性条件下进

行，生成的碱式硫酸铜稳定，胶体颗粒小，悬浮性好，喷布到植物

表面形成的保护膜均匀，铜离子杀菌作用好。 连雨天后立即

进行 炭疽福美可湿性粉剂药剂喷布，可用 倍液，或

倍液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或 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代森锌可湿性粉倍液，或 剂 倍液或上述配制的波尔多

天左液等。一般 右 次， 次。可喷

二、枸杞根腐病

近年枸杞根腐病在宁夏的中宁、固原、海原及新疆的精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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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的临河等枸杞生产区普遍发生，据调查每年因此病死亡

的植株在 ，给生产造成很大的损失。枸杞根腐病目前

尚无深入研究，下面就生产实践中的观察和初步探讨总结如下。

（一）发病症状

树体感病初期，常有一根或部分侧枝先表现出叶片小而黄

瘦，果实稀疏瘦小；继而整株树势衰弱，莠而不旺，树冠叶片大部

分或整株色黄瘦弱，并向上反卷，枝条不发，树冠不张，果实零

落；树体根部或根茎部，有不定型病斑，病部外层有泡状隆起，布

有白色或粉红色霉层，皮下组织褐色，腐烂。当植株发病严重

时，根部 以上腐烂坏死，树势极度衰竭，树叶黄莠，凋落病斑

过半，夏季中午高温时，叶片萎蔫，早晚低温时叶片又“复活”。

不久叶片便干枯，挂于树上，树体也渐枯死，此时根部大部分或

全部腐烂。发病的树中，一棵树根连两个分杈的树体，常有一个

先死亡，随后另一个树体也渐死亡的现象（见图

（二）发病规律

病原菌为真菌，属镰刀菌（此菌名 年由宁夏农学院谢

益书教授鉴定）。病菌通过树体病部或随残留在土壤中的病树

残体越冬。病菌孢子主要靠下雨、灌水传播。导致树势衰弱的

因素都可能诱发病害严重发生，如有机肥料不足，速效氮肥施量

过大，氮、磷、钾及其它微肥施用不平衡，土壤低洼积水，根部伤

口，土质条件太差和其它病虫害严重发生，使树势削弱等，而以

根部伤口发病为重。病菌大多通过伤口穿过皮层侵入植株组织

内部而引起发病。

（三）防治方法

增强树势，提高植株抗病能力。平整土地，严防长期积

水。精耕细作，避免造成根部伤口。增施有机肥如猪粪、人粪

尿、大豆、玉米、鸡粪等，并进行氮、磷、钾配比施肥，不可偏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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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氮肥（磷肥有：复合肥、颗粒磷肥、磷二铵等；钾肥有：硫酸钾、

氯化钾、二氢钾等）。另外，结合树冠喷药防虫，可以喷布十元素

硼肥、锌肥、铁肥、钙肥等微量元素，以使树体营养平衡。

对受害轻的树体应及时挖开根部土壤，找出受害部位，

进行病斑刮除，集中销毁，然后用 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多菌灵倍液，或 可湿性粉剂 倍液，或 退菌特可

湿粉剂 倍液，或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倍液等灌根。

龄以上的树，每株 千克 千克药液， 龄以下的树，每株

千克药液。从 月初开始，每月 次，共 次。并结合增施

有机肥，可以基本控制病情发展，逐渐恢复树势。对于发病严重

的树体，此法较差，只能将病树挖去，清除病树残体远离枸杞园，

并用上述药剂 千克对挖出病树的坑穴进行土壤消毒，待来年

补栽幼树。

三、枸杞白粉病

白粉病是农作物主要病害之一，该病对枸杞的危害目前正

逐年随降雨增多而加重。

（一）发病症状

枸杞白粉病主要危害枸杞的叶片。叶片发病后，正、反面常

形成一些白色的、形状不定的粉斑，轻则使叶片卷缩，重时叶片

干枯或早落，植株莠而不旺，失去生机，果粒变得瘦小，造成产量

减少，质量降低。发病后期病斑白粉变成淡灰色。枸杞白粉病

在秋后多雨季节发病趋于严重。

（二）发病规律

白粉病病原菌属真菌。病菌在病叶残体上越冬，第二年条

件合适时继续为害。田间借风力传播菌源，并扩展蔓延和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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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害。发病时间一般在 月份，发病最适气温

一般在多雨潮湿或白天温暖，夜间冷凉、结露条件下，发病较重。

（三）防治方法

农业措施。合理密植，适中修剪，加强排水、通风、透光

能力；增施磷二铵、颗粒磷肥、硫酸钾、氯化钾等磷钾肥，以增强

植株抗病能力；秋季清园，集中烧毁园内残枝败叶，以减少来年

菌源。

药剂防治。在发病初期可用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倍液，或 硫悬浮剂 倍液，或 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倍液，或 倍液喷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布树冠，每

次次，连喷 ；如发病较重天左右 ，可用 粉锈宁可湿性

三唑倍液，或 酮乳油粉剂 百菌清倍液，或 可湿

倍液， 特谱性粉剂 唑可湿性粉剂或 倍液等

次，连喷均匀喷 次，可以控布树冠加以控制，每 天左右

制病害的继续扩展和蔓延，以达到防治的目的。

四、枸杞流胶病

（一）发病症状

植株伤口感病后，流出泡沫状淡黄色的胶状黏液，并有酒糟

腥气味，常有苍蝇或黑色金龟子在树体病部吸食。发病严重时，

树势衰竭，树体部分侧枝或全株枯死。

（二）发病规律

此病多在夏季发生，秋季便停止流胶。其病原菌目前尚不

清楚。枸杞树体干部或侧枝上萌发的粗壮徒长枝，因修剪中用

手掰或机械损伤，常造成不易愈合的伤口。病菌侵入后，便使伤

口感染产生流胶，树体内营养液不断流出。发病时间一长，树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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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树叶色黄不旺，而后萎谢，部分侧枝逐渐枯死甚至全株

枯死。

（三）防治方法

加强栽培管理，增施有机肥，进行氮、磷、钾肥配比施肥，

以增强树势。在修剪中应用修枝剪，不用手 拉，并防止机械损

伤等，避免造成伤口。

修剪后，对于较大的剪口，应涂抹 康复剂，或波尔多

液，或治腐灵等保护剂，以防病菌侵入感染。

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将病斑胶液刮净，用 多菌灵

悬浮剂原液，或 甲基托布津胶悬剂原液，或 硫酸铜溶液

涂沫伤口，天 次，可涂 次；对于较重的流胶病，在刮除伤

口胶液后，可用 万 加单位农用链霉素 百菌通

可湿性粉剂 倍液，或用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倍液涂抹病部，一般 天左右 次，可涂抹 次，此法疗效较

好，利于伤口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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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枸 蚜虫

枸杞枝条、花果被蚜虫危害状 无翅蚜 有翅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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